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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第18个
全民国防教育日，辽宁
省沈阳市苏家屯区人武
部会同区委宣传部联合
开展国防教育进社区活
动，通过赠送国防书籍、
宣讲革命故事、组织国
防知识竞答等活动，增
强社区居民的国防意
识。图为他们在碧桂园
社区组织国防教育签名
活动。

崔国春摄

国防教育
进 社 区

本报讯 华斌、刘云龙报道：“今天
是我国第 18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我们
冠县的国防教育日主题是‘我为国防尽
义务，国防卫我奔小康’，请父老乡亲积
极参加国防教育活动。”9月 15日，山东
省冠县组织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干部
上街头、进学校、到社区、进村庄，和城乡
群众一起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
动。当天，该县发放国防教育宣传册 1
万余份，参加各类国防教育活动者达 5
万多人。

上午，该县党政军民 1700余人在
鲁西北特委旧址举行全民国防教育日
启动仪式，现场聆听了党史军史专家讲
授的冠县革命斗争史和冠县籍革命先
烈的英勇战斗故事。随后，大家在“加
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崇文厚德
聚精神，崇军尚武强中华”“军民团结，
固我长城”等国防教育宣传条幅上签
名。与此同时，冠县十余处国防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部向社会开放，2
万余名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干部群众和
民兵预备役人员、中小学校师生，分别
在各个教育基地参加宣誓签名活动。
冠县国防教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因
为活动场所多、参加人员多，仅宣誓签
名的条幅，他们就制作了 100多幅。“国
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加强国防教

育、强化忧患意识”的条幅标语飘扬在
街头村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冠县
一位领导说，之所以确定“我为国防尽
义务，国防卫我奔小康”这一主题，就是
要让父老乡亲体会到国防安全与人民
安宁的关系。

自 9月初开始，冠县就以全民国防
教育日为契机，组织开展了全民国防教
育宣传月活动，即：过一个“军事日”、上
一堂国防警示教育课、办一届国防知识
竞赛、搞一场应急应战演练、组织一次爱
国强军宣誓签名活动。

9月 15日上午，全民国防教育日启
动仪式后，冠县领导和部分党政机关干
部来到驻军某部训练场过“军事日”。他
们观摩了驻军部队官兵的军事训练课目
演示，进行了轻武器射击训练，参训人员
按照部队教员的要求，练习卧姿射击要
领，并进行了实弹射击。

据悉，冠县还组织城乡干部群众开
展了观看红色电影、走访革命前辈、邀请
现役军人宣讲强军故事等活动，使全民
国防教育日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一个活
动日。

山东省冠县组织城乡群众广泛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我为国防尽义务 国防卫我奔小康

“同学们，你们读过《黄继光》《邱少
云》的课文，今天你们走进的这支英雄
部队，就是黄继光、邱少云生前所在部
队。这支部队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整编
为空军空降兵部队，组建仅11天就进行
了我军历史上首次升空跳伞……”第 18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驻地1600余名中学
生来到空降兵某旅，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日活动。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与学校共同组
织学生开展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
就是要让学生在零距离接触部队中了解
国防知识、强化国防观念，学习部队的优

良作风和军人的奉献精神，树立长大后
保卫祖国、建设国防的坚定理想。

上午 8时 30分，学生们首先参观该
旅荣誉室，听讲解员介绍了部队的战斗
历史和革命前辈的英雄事迹，学生们从
一个个故事、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中
学史思责。随后，学生们在军营礼堂观
看了《英雄的中国空降兵》纪录片，了解
空降兵部队建设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
观赏官兵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感受火
热的军营文化生活。

据悉，为让学生们过一个特别有意
义的全民国防教育日，该旅机关先后多

次与学校沟通协调，共同商定活动流程，
精心安排活动内容，使活动要素多元有
特色、形式丰富有质量，既展示新时代空
降兵的良好形象，又让学生们从活动中
有所收获。

“杀杀杀……”文艺节目结束后，学
生们来到综合训练场观摩军事训练展
示。气势如虹的拳术、刺杀操，技能娴熟
的特种摩托车驾驶表演和400米障碍竞
赛，展现出空降兵部队官兵过硬的军事
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风貌，让学生们看得
热血沸腾。

“砰砰砰……”在战术课目演示中，

红蓝双方使用狙击步枪、自动步枪和重
机枪等轻武器进行要点夺控演示，惊险
刺激的场面紧紧吸引在场学生的目光。
有位学生感叹道：“这简直就像观看枪战
大片！”

“降落伞有多大？”“跳伞时是什么感
觉？”在独具特色的空降技术演示中，一具
具洁白的降落伞和绿色伞包让学生们十
分好奇，讲解员们通过现场折叠演示和详
细解说，拉直了学生们心中的一个个问
号。学生们纷纷上前学习折叠降落伞，还
在讲解员的帮助下进行背伞体验。“我爸
爸是一名退役老兵，他经常给我讲当兵时
的故事。”初一年级学生陈照彤说，他从小
就向往军营，这次了解了空降兵生活后更
加坚定了长大后参军报国的信念。

驻地中学校长刘俊杰告诉记者，这
次活动让学生们感受了军人苦练本领、
勇争第一的拼搏精神，体会了军人牺牲
奉献、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了解了军人
不怕困难、敢于挑战的优秀品格，明白了
军人忠于使命、听令出征的责任担当，在
学生们心田播下了强国强军的种子。

走进英雄部队感悟强国强军
——1600余名中学生来到空降兵某旅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熊华明 特约通讯员 李冬冬 张国伟

王继才的先进事迹，由许多平凡
却闪光的小故事组成，其中，深深触动
笔者心灵的是王继才的算账法。

上世纪90年代，村里许多人家陆
续富了起来，但王继才家因收入少、负
担重，仍是经常入不敷出。在上海跑
运输的大姐希望王继才离岛去给她帮
忙，并承诺包吃包住，一年再给个三五
万元钱。而那时，王继才夫妇俩守岛
没有正式工资，一年只有3700元钱的
补助，平均每人每月154元钱。对此，
王继才犹豫过，但最终还是选择留下
来守岛。他说：“经济账怎么算？个人
小账算不过来时，就算一算国防大账，
心里就平衡了。”

王继才的话特别朴实，但折射出
高尚的思想境界，蕴含着丰厚的人生
哲理，展现了新时代民兵的精神风
貌。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要经常算
账，或算收入多少，或算开支大小，或
算个人得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面对付出与收益的反差、面对国防安
全和个人利益的抉择，有的人会把

“我”摆在前面，做出自认为“明智”的
选择，这种“明智”就是人们常说的

“精明”。利益面前，这些人首先想到
的是自我、自家和自己人，很少想到
他人、集体和国家，与王继才的思想
境界相比，高下立见。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许多
人 都 涉 及 进 退 走 留 和 利 益 调 整 问
题。面对得失，有的人“小算盘”打得
噼啪响，说啥也不肯吃一点亏。有的
人其实也没吃亏，工资一分也没少
拿，只是不该发的各种补助和福利没
有了，不该获得的各种利益没有了，
就觉得亏了。有的人晋升的空间小
了，个人发展受到局限了，就觉得没
意思，干工作就提不起劲来。这些心
理不平衡的人，应该认真对照一下王
继才的算账法。

王继才只是一名民兵，但他的心
里装着国防，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把
使命举过头顶。他和妻子王仕花以海
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克服了许多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孤岛32年。因
为他明白，“守岛就是守家，国宁才能
家安”，没有国防的安全和国家的强
大，任何个人的梦想、任何个人的利益
都没有保障。站在国防安全、国家强
盛、民族复兴的高度算大账，算出的是
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胸怀使命，才
能自觉摒弃个人“小九九”、不打个人

“小算盘”。

国无防不立，边无防不安。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保祖
国边海防强固，离不开三军将士执剑
昼夜护卫，也离不开广大民兵预备役
人员履行国防义务。面对国防安全
的需要，每一名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
役人员，唯有多算国防大账、少算个
人小账，才不会患得患失，才能像王
继才那样抛开个人得失、矢志卫国
戍边，用爱国奉献的实际行动和无
怨无悔的默默坚守，铸就牢固的钢
铁长城。

多
算
国
防
大
账

少
算
个
人
小
账

—

学
习
王
继
才
先
进
事
迹
笔
谈

■
莫
福
春

云彩追着月亮，海浪亲吻礁石。夜
深人静的时候，是思念最深的时候。

小岛长夜，苦楝树下，仰望上山的台
阶，王仕花想起老伴每天早晨像闹钟一
样准时的那句话：“仕花，起床，升旗！”

大海那面，燕尾港还亮着一盏灯
火，大女儿王苏想起爸爸的话：“很多事
情爸爸对不起你，谁让你是老大呢？”

省城南京，国徽高悬的边检站里，儿
子王志国想起爸爸的话：“你是家里的男
子汉，爸爸要是挺不住了，你要挺住！”

中秋节快到了。小女儿王帆忘不
了，爸爸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十六。拿起
手机，她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爸爸那个
沧桑的头像。电话那头，无人接听……
她至今不愿相信——爸爸突然走了，没
有留下一句话。

为了守岛，这个家一分两半。岛
上，一对夫妻相濡以沫；岛下，3个儿女
相依为命。

王帆说：“想念爸爸，也想念那个
岛，因为爸妈在那里，那个岛也是我们
的家。”

“爸妈守岛，如果
连自家人都不支持，谁
还支持啊”

打开快递包裹的那一刻，王苏的心
好像被猛刺了一下。

这是爸爸让她网购的治疗湿疹的
药。“人走了，药才到。”王苏的泪水吧嗒吧
嗒往下掉，“医生说，爸爸的湿疹其实在岛
上抹药没用，除非下岛了才能慢慢好。”

这些年，王苏已经习惯了听爸爸妈
妈的“使唤”。“岛上一旦缺个啥要用个
啥，他们就会给我捎纸条、打电话。”

为此，王苏曾经很“恨”爸妈。那
年，为了守岛，王继才和王仕花做出了
一个艰难而揪心的决定——让刚刚收
到初中录取通知书的王苏辍学，“你是
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需要你照顾”。

王苏哭肿了眼睛。“爸妈从小就说，
读好书，有出息。我书念得挺好，还是
三好学生，爸妈怎么就忘了呢？”

擦干眼泪，13岁的王苏成了 8岁弟
弟、6岁妹妹的“家长”，洗衣、做饭、缝缝
补补……

擦干眼泪，13岁的王苏也成了爸爸
妈妈的“运输队长”，送米、送菜、送煤
球、找渔船……

弟弟妹妹学校开家长会，当姐姐的
王苏去，人家就问：“你们没爹没娘啊？”
寒冬腊月，王苏去拣虾皮，十个指头九
个生冻疮流脓。她要用挣来的钱，给弟
弟换书包、给妹妹买文具。一天深夜，
家里蚊香点燃了蚊帐，王苏用脸盆里的
水把火扑灭。望着焦糊冒烟的床铺，3
个孩子抱在一起，大哭起来……

第二天，孩子们托渔船给岛上的爸
妈捎去一张纸条：“你们不要我们了吗？
你们不回来，就再也见不到我们了！”

王仕花急匆匆从岛上赶回来。一
进门，孩子们都扑到她怀里。怎么跟孩
子们解释呢？她只能流着眼泪说：“爸
妈没有不要你们，等你们长大就理解
了，这是爸妈的工作。”

爸爸妈妈在干啥？王苏回忆说：
“一次上岛看他们，看见他们整天累得

那个样子，看见他们顿顿吃咸菜、盐水
煮黄豆，才知道他们吃了那么多苦。”

“爸妈在岛上，不能让他们挨饿受
冻。”第一次深夜到码头托渔船给爸妈
送煤球，路又黑又长，王苏又累又怕，脚
下却没停，“我要不送去，爸妈就又要嚼
生米了……”

这条路，王苏记不清走了多少趟，
一直走到现在。“爸爸抓了螃蟹海螺给
我捎下岛，让我去卖，换了钱买煤球，再
扛着送到码头去。后来爸爸给我买了
一辆自行车，前面挂着米面，后面有时
驮着煤球，有时驮着弟弟，先是推着，后
来骑着。结婚了，老公陪我去；有孩子
了，带着孩子去……”

抹一把眼泪，王苏抬起头来：“最难
的时候，我就想，爸妈守岛，如果连自家
人都不支持，谁还支持啊？”

“爸妈给我们的物
质很少，可给予的爱是
百分之百”

谁能想到，1989年出生的王帆，竟
然过了一个“没有电的童年”。

她和哥哥王志国小时候都是在开
山岛度过的。小岛深夜，蜡烛、煤油灯
的火苗，至今跳跃在她的童年记忆里。
岛上没有小朋友，没有电视，更没有游
戏机。唯一的玩具，就是“爸爸用贝壳
做的项链，用绳子拴着给我们牵着玩的
小螃蟹”。

“那时，岛上养了几只鸡，下了蛋妈
妈就攒起来，带下岛去卖了换钱。一次

我看妈妈带了一篮子鸡蛋下岛，就拉着
篮子哭着不让妈妈走。最后，妈妈拣出
来两颗鸡蛋，让爸爸煮了给我吃。”王志
国回忆说，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总
觉得肚子饿”。

“一次，岛上来了一艘登陆艇，爸爸
抱着我在码头上看。那天艇上做花卷，
我说什么东西，好香啊！爸爸就到艇上
和人家要了两个花卷，我吃一个，另一
个他也不舍得吃，在手里给我拿着。那
是我第一次吃花卷，之前都不知道世界
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问我，你觉得你爸爸
是个合格的爸爸吗？那时岛上条件差，
他也饿，他也急，他从牙缝里省出东西
给我们吃，还陪我们玩，其实大人消耗
更大，他领着我山上山下地跑。这都是
父爱。”

说起这些事，王志国眼圈红了：“和
其他家庭相比，爸妈给我们的物质很
少，可给予的爱是百分之百。考上大学
后，有天上岛去看爸爸妈妈，晚饭煮了
螃蟹。我问，爸爸你怎么不吃？爸爸
说，你吃，螃蟹有什么好吃的，我都吃腻
了。其实我知道，他和我妈根本不舍得
吃，捞上来的螃蟹他们都会拿去换钱，
攒起来给我交学费。”

在王志国眼里，更多的时候，爸爸
表达父爱的方式是严厉——

王志国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每天早
上起床，王继才就撵着儿子往山上跑；上
小学，王志国一次偷偷改了考卷分数，他
把儿子屁股打得青紫，他可以容忍儿子
考不好，但绝不允许弄虚作假……

（下转第三版）

此 岸 彼 岸 一 家 人
—王继才、王仕花和他们的儿女们

■本报记者 武天敏 柳 刚 宫玉聪 特约记者 田亚威


